
要问全市哪棵古树最具观赏性，我市林业人
首推溪口镇四和村长涝村民组的千年南紫薇，当
地人称之为“紫薇王”。

这株紫薇紧靠山崖，所处位置地势险峻，人迹
罕至。经测量，树高约37米，胸围3.9米，需4人合
抱。它的奇特之处主要在于“一根四树”——从
根部往上约1.6米处开始分为4杆，树杆均苍劲
挺拔，向上形成“佛手托云”式的树冠。它的巨大
树根不仅裸露在地面，还顺着山势匍匐延伸数十
米，好似龙须缠石，又如流泉叠瀑，给人以千古苍
桑且生机勃发之动感。

“紫薇树生长极为缓慢，不仅在我市少有，在

全国也十分罕见。”市林业局工作人员说，这株紫
薇已于 2010年被评选为“宣城市十佳古树名
木”，被挂牌重点保护。

哪棵树最“美”？

有多少棵古树？

我市地处皖东南，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森林资源，全市林地面积
70.8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59.46%，各类木本植
物多达157科1492种。

丰富的树种资源中，不乏珍贵的古树名
木。如宣州区溪口镇天竺村的千年红豆杉，郎
溪县姚村乡盛村的千年银杏，绩溪县伏岭镇太
极湖村的千年龙川苦槠，千百年来见证着宣城

的发展变迁。
最新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共有古树名木

3582株，其中古树3578株，名木4株。500年以
上一级古树 102株，300-500年二级古树 337
株，100-300年三级古树3139株。这些古树名
木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重要的经济、社
会、生态、科研价值。它们大多分布在村口、祠
堂、驿道和山间。

市林业局工作人员介绍，能成为古树者，多
是抗性强、木质刚毅、深根性的长寿树种。我市
3582株古树名木中，最多的正是生命力格外顽
强的银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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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了解古树的年龄，但却不了解它的年龄是
如何确定的。

市林业局绿化办工作人员介绍，测古树年龄是个
系统工程。首先是通过查阅地方志、族谱和其他历史
文献资料，以获得相关书面证据，继而推测出古树年
龄。其次是前往古树所在地进行考察和走访当地老
人，获得口头证据，从而弄清古树的大致年龄。还有
是通过截取古树下方一级枝，通过其年轮来判断古树
年龄。另外，还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来确定，如测量古
树中碳14衰变的程度测定其年龄。更多的时候，专
业人员会综合使用各种手段来推算古树的树龄，以得
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宣城古树知多少

路口小改造
通行更顺畅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文/图

“梅溪路和响山路交叉口每天上下学高峰期时
都会堵车，一到下雨天堵的时间就更长了。”

“梅溪路与状元路交叉口也堵，每次放学接娃
我从这个路口调头都至少要等三个红绿灯。”

不少市民表示梅溪路和响山路交叉口、梅溪
路与状元路交叉口上下学高峰期容易堵车，成为
困扰师生、家长和周边居民的一块“心病”。如何
化解“难点”疏通“堵点”，成为群众最大的诉求。

为方便学校师生、周边居民出行，10月1日开
始，市城管执法局对梅溪路和响山路、梅溪路与状
元路交叉口进行微改造。

10月23日，记者来到梅溪路和响山路交叉口，
看到梅溪路西进口南侧原绿化带位置已破除，正在
进行沥青摊铺作业，伴随着轰鸣的机械作业声，一
段黑色的沥青路面在工人身后延伸。

“改造前梅溪路和响山路交叉口梅溪路西进口
有4个车道，其中右转车道占据了原非机动车道的
位置。考虑到梅溪路车流量大，机非混行，存在交
通安全隐患，且非机动车道过窄，不满足通行需
求。”市城管执法局公用市政处管养科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此次改造选择“拆除部分绿化带硬化成路
面”的方式对该路口进行改造，将梅溪路和响山路
交叉口调整右转车道位置，加大非机动车道宽度，
避免机非混行的现象。

据了解，梅溪路和响山路、梅溪路与状元路交
叉口改造是我市城区道路畅通工程第二批改造的
交通点位。第二批次改造的还有水阳江大道与梅
溪路、景德路两个交叉口行人二次过街设施增设，
宝城路与梅园路交叉口行人过街设施完善，水阳
江大道与玉荷路交叉口信号灯及交通安全附属设
施增设，昭亭北路与海棠路及城北交通枢纽段车
道优化。

今年以来，市城管执法局会同交警等部门梳
理城区主要堵点，将提升城区部分道路通行能力
等交通点位改造项目列为2022年市政府十件民
生实事项目。据了解，城区道路畅通工程总投资
1500万元，根据施工安排，分三批对12个交通点
位进行优化改造，进一步提升城区道路通行率。
目前，第一批6个交通点位已基本改造结束，第三
批将对水阳江大道与昭亭北路交叉口改造，计划
十月底基本完工。

近日，一段用英文介绍江南诗山——敬亭山的微
信短视频在朋友圈里刷屏，视频中，一名小伙身着休
闲装一边登山，一边用流利的英文介绍着敬亭山风景
区各景点。

此前，他拍摄的另一条介绍宣城的短视频，也获得
不少网友点赞。他就是宣城“00后”小伙许杨艺。

今年21岁的许杨艺，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学
生。今年6月，许杨艺开始拍摄英文短视频，并在微信
视频号和B站发布自己的作品。

“语言不应该是单向学习，输出和输入同样重
要。”许杨艺表示，拍摄英文短视频的初衷是为了和大
家分享、交流英文的表达。记者看到，许杨艺在B站的
账号已经有一万多粉丝，他隔三差五就会拍摄视频，
分享自己语言学习的经验、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及旅游
和运动生活等。

“我们宣城这么多美景，你也可以拍点视频用英文
介绍下。”暑假的一次闲聊中，许杨艺在爸爸的提议下，
首次尝试室外拍摄，用英文介绍了宣城宛陵湖。视频一
经发出，就收到很多网友的转发和点赞。不少网友看了
视频，纷纷留言要来宣城游玩。

第一次成功试水，让许杨艺信心倍增，更加坚定了
他用英文介绍家乡的想法。10月12日，许杨艺又拍摄
了介绍敬亭山的视频，同样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在许杨艺看来，英文表达最难的是古诗翻译，因为
古诗翻译考验的不仅仅是语言流利的表达，更是需要文
化底蕴和跨文化沟通力。视频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
亭山”这句名句，许杨艺用自己的理解给予了表达，但更
为复杂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他则引用了著名
翻译家许渊冲的作品。

“宣城自然风光优美，景点众多，我想把家乡的美景
和文化介绍给世界。”许杨艺坦言，今后会继续创作好看
的短视频，让更多的人看见宣城、了解宣城、爱上宣城。

川外宣城籍学子用英文为家乡“代言”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文/图

老人骑车侧翻落稻田
双桥村志愿者热心解困

本报讯 “救人啊……”日前，下午2点多，
郎溪县新发镇双桥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彭淦正
骑着车前往村委会，隐约听见远处的稻田里传来
呼救声。

彭淦急忙赶到出事地点，只见一辆电动三轮车
侧翻在稻田里，一位老人半坐在车旁，身上沾满了
泥巴。彭淦仔细一看，原来是施家墩村民组的谢大
爷。“谢大爷，你怎么啦，我来帮您。”

“是彭队长啊，哎，年纪大了，不小心把车子骑
翻了。”谢大爷不好意思地说。彭淦顾不得田里的
稀泥，赶紧过去将老人扶上路面，接着又急忙下田
想把车子抬上路面，却发现车子已经损坏，一个人
没法搬动。彭淦掏出手机寻求支援，几分钟后，几
名村志愿队员赶到现场。“快，大家帮忙把车子抬上
来。”彭淦带领大伙一起将三轮车抬上了路面，然后
将老人送到村卫生室检查身体，并把车子送到附近
的修理店维修。

经村卫生室检查，谢大爷受了一些轻微的擦
伤，没有造成大的伤害，经过村医的处理后，彭淦和
志愿队员将谢大爷送回家里。

据驻村工作队负责人介绍，双桥村志愿服务队
自成立以来，共吸纳了18名志愿者，为群众解决困
难100余次。 （本报记者 利成志）

紫薇王紫薇王

古树名木不仅是绿色的国宝，更是历史的见
证者，承载着一个村庄，甚至一座城市的乡愁和记
忆。你知道咱宣城有多少株古树名木吗？谁又是

“树王”？快来看看——

我市古树中，树龄排在第一的宣州区溪口镇
天竺村的红豆杉，树龄超1200岁。在全省古树
中，树龄亦处于前列。

日前，记者在皖南川藏线天竺村盘岭段，见
到了这株约需4人才能合抱的红豆杉。古树修
长的树枝向四周伸展，呈现出巨大的绿色树冠。
有趣的是，这株红豆杉的树干已经空心，但空心

树干中又长出两棵小红豆杉，并且在高处与大树
融为一起。附近村民形容这叫“母子同心”，寓意
平安健康。

“红豆杉被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是第四季
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介绍，2009年，宣州区林业部门对全区古树名木
进行调查时，发现了这株古树，当年底，正式挂
牌为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树种。这棵古树高约
30米，胸径1.8米，目前长势良好。每年金秋，都
会结满红豆。

哪棵树最老？

目前，全市古树名木挂牌保护率100%。为进一
步提高保护水平，我市积极探索体系化保护。

专业化保护有力度。近年来，全市累计使用财政
资金500余万元，按照科学制定修复方案、专业实施
修复措施，稳步推动修复保护，共古树保护修复近百
株，有力地强化了病危古树的保护力度。

整体化保护有实效。2020年，我市泾县累计投
入100余万元，建成安徽省古树公园“第一园”——泾
县濂长古树公园，通过落实原生态整体保护、县级林
长联系、党员日常看护等整套保护措施，打造了地方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样板。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有古
树公园6个。

社会化保护有创新。2020年，我市举办了省内
首次古树名木冠名权公益拍卖会，对宁国市港口镇山
门村3株古树（群）三年期冠名权进行拍卖，吸纳社会
保护资金近10万元，专项用于竞拍古树专业保护，建
立了社会化参与促进古树专业保护的良性循环。

市场化保护有举措。我市宁国首次与中国平安
公司合作，按照一年45元/株的保费标准为989株古
树购买综合保险，对自然灾害等造成古树损失及施救
的，每次赔偿限额3万元/株，最高赔偿30万元/次，
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的，医疗费赔偿限
额2万元/人，最高限额20万元/次，建立了古树名木
保护整县（级）区域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

（部分图片由市林业局提供）

相对于古树，名木更为难得。按照相关规
定，一般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即为古树；而那
些树种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
树木则可称为名木。名木按照一级古树保护。

我市共有4株名木，均位于绩溪县，分别是

该县九华村的银缕梅、龙川村的糙叶树、湖村的
苦槠，以及上庄村的罗汉松。

九华村的银缕梅，为全国最大的一株，胸围
达2.95米，树高14米，冠幅8米，树龄达500年。
不仅如此，该地还有个目前国内最大的银缕梅
群，百年以上母树共9株。

龙川村的糙叶树，位于龙川胡氏宗祠前，树
龄百余年，树高22米，枝密冠郁，根系发达，是胡
氏宗祠的护祠之树，历代村民备加爱护，也是村
庄的标志物之一。

湖村近千年的苦槠，与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
有着一段历史故事。元朝末年，刘伯温随军到达
湖村，看到两棵古树犹如龙角，他施法“雷劈”焚
毁了一只“龙角”（一棵槠树），但另一只“龙角”只
焚毁了一半，这只未毁的“龙角”正是现存的这棵
槠树。

上庄村的罗汉松，就在胡适故居外，树龄达
200余年，它见证上庄的历史，经受战争的洗礼，
但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且枝叶繁茂，年年开花
结果。

我市保护古树“点子”多

古树年龄如何知？

哪棵树最有名？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溪口镇千年红豆杉溪口镇千年红豆杉

全域文明创建在行动

梅溪路和响山路交叉口改造现场梅溪路和响山路交叉口改造现场。。

许杨艺用英文介绍敬亭山许杨艺用英文介绍敬亭山。。

绩溪湖村苦槠绩溪湖村苦槠


